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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可可

雷锋、钱学森、杨利伟……在平

湖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这些名字不仅

仅代表着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还

将成为班级代号烙入每一个班集体

之中。近日，在该校组织的英雄中队

命名仪式上，在全校师生的注目下，

每一个班级派代表从校长手中接过

刻有相应英雄姓名的沉甸甸的命名

牌，它将成为之后开展的英雄教育中

各班级的“身份证”。

英雄中队命名仪式并不是一个

孤立的存在，其背后是一套完整的仪

式课程体系。从2014年开始，平师

附小发展出一套横贯一至六年级的

“修礼”仪式课程，尝试改变传统的仪

式教育模式。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德

育工作指南》中提出，各中小学要积

极“开展仪式教育活动”，对升旗仪

式、入团仪式、入队仪式等具有特殊

意义的仪式活动作出指导。而在平

师附小校长顾巧英看来，这些仪式活

动虽然得到了普及与发展，但其德育

的成效如何需要打问号。“现在的很

多仪式教育就像一阵风一样很快过

去，但那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并不能对

孩子的身心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顾巧英反思道，“只有依托课程，对仪

式教育进行顶层设计，持续跟进，才能

有效分解和落实德育工作的目标。”

有感于此，平师附小针对一至六

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结合《中

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的各学段目标，

把已有的仪式教育资源整合成“修

礼”仪式课程，分别设置了“启修”入

学课程、“修志”入队课程、“修正”榜

样课程、“修身”感恩课程、“修心”责

任课程和“修远”梦想课程，每一门课

程都设计了具有仪式感的各类活动，

并将贯穿整个学期。

记者发现，仪式课程大多是对一

次性、集中式仪式教育的拓展延伸，

把仪式教育的最终目标拆解成一个

个可执行的小目标，并分散到全学期

的各个时段当中。以六年级“修远”

梦想课程为例，它对应的是传统的毕

业仪式。顾巧英认为，毕业仪式的目

的是让学生通过回顾自己的小学生

涯，感恩学校的教师和同学，并树立

未来的目标。于是，在六年级的不同

时间段内，学生们会收到各种富有仪

式感的任务：将自己六年来的文字作

品编辑成册进行展览、和老师同学一

起参加军训式户外露营训练、种植

“毕业树”等。

据介绍，从孩子角度出发、贴近孩

子生活是设计课程时着重考量的指

标，“但有些仪式教育一味地要求学生

配合仪式，远离学生生活，导致学生反

主为客，参与的热情没法调动，教育的

效果可想而知”。为了更好地达到效

果，平师附小发动全校学生参加问卷

调查，对孩子们的兴趣点进行摸底。

同时，学校安排课程设计组的教师以

座谈会的形式，组织学生讨论发言，详

细了解学生们的想法。在综合课程目

标和学生意见之后，课程内容才被初

步设计出来。此后，在课程进行时，学

生们还将对课程内容进行评价，学生

意见将决定内容调整或课程去留。

于是，从课程设计到课程实施，学生

意见都能在课程中有所体现。

在将英雄教育融入仪式课程的

过程中，课程设计组搜集并分析了学

生意见后，重新考量与反思这一招牌

德育工作，并决定突破惯性，加以变

革。调查表明学生对以往走马观花

式的学习模式兴趣不高，于是教师们

设计出“一对一”的结对制度：每个中

队只被分配到一位英雄，深入地了解

他的成长轨迹、历史事迹和精神品

质，通过英雄中队命名仪式等课程内

容，让英雄成为班级的精神领袖。英

雄人物离学生生活过于遥远是调查

中反映的另一大问题，于是学校几经

辗转联系到英雄本人或其亲属，将其

邀请到学校，搭建起了班级与英雄之

间的联络桥。令顾巧英印象深刻的

是“杨利伟中队”的孩子们收到了杨

利伟寄来的礼物时激动的样子，“好

像一个遥不可及的英雄来到了他们

中间，当时就有几个孩子很认真地说

自己将来也要成为杨利伟一样的航

天英雄。无论将来能否实现，我们的

教育目的已经达到了”。

课程内容之外，评价过程也充满

了童趣。学校设计了学习卡、英雄卡

等不同的卡片来对学生进行多方位

评价，学生可以凭借卡片到该校的商

店兑换礼物，还有机会参加夏令营活

动，这种“荣誉+实物”的奖励方式极

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参与热情。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一米线排队机”“海水淡化器”“自

动点滴提醒器”……近日，地处义乌农村

的大陈小学学生集聚在学校“科创园”

里，观赏师生共同完成的小发明、小制

作，不时感叹着它们的神奇。

大陈小学是一所以科技为特色的学

校，该校先后获得全国无线电测向公开

赛团体第一名、省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

赛太空探测器项目团体第一名、省无线

电测向锦标赛总团体第一名等荣誉。一

所农村小学，缘何能玩转如此“高大上”

的科技项目，带领着农村娃娃追逐科技

梦的呢？

这几年，学校围绕科技特色打造了

学生最喜爱的校本课程“放飞梦想，快乐

科技”，引领学生走进科学世界。课程的

编排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低段

以探索生活中的科学现象为主，培养初

步的科技意识；中段以科学实验和实践

为主，培养合作、创新精神，学会简单的

技能；高段则以发明创新为主，重在提高

科技素养，发展特长。

走进大陈小学，你会感受到这里浓

郁的科技气息，学校打造的科技文化走

廊、科技主题文化园，还有大大小小的8

个实验室，都为学生学习科学提供了场

所。科技文化展示厅里陈列着学校近

年来获得的科技类奖牌 112 块、奖杯

29 个。今年开学第一天，一年级新生

便在班主任带领下走进科技文化展示

厅，听教师介绍学校的科技发展史和学

生科技创新的故事，感受独特的开学第

一课。

每个星期五下午，是大陈小学学生

最开心的时刻。学校开设的无线电测

向、车模、空模、船模等社团，组织了各式

各样具有挑战性的科技活动，让学生们

乐在其中。校园中，你经常会看到，一群

学生拿着无线电测向机，穿梭于树丛、花

坛、教学楼间。他们时而调频，时而奔

跑，仔细地搜寻电台。这是无线电测向

社团的学生在“实战演练”。

学校还定期开展“启梦·创想”科

技创意节、“启梦·飞翔”校园科技运动

会等各类“启梦”科技主题活动，堪称

校园里的“科技嘉年华”。在这些活动

中学生的参与率达 100%。每学期期

末学校还要评选“首席科技辅导员”和

“科创小诺奖（学生）”，这些都激发了

师生的科学探究兴趣。六年级学生李

向涛因弟弟倒开水时，不小心烫到了

手，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安全方便的装

置——给热水瓶装上一个半包围的保

护层，利用杠杆原理，只要扶着保护把

手，就能把热水倒在杯子里了。这个

小发明让低龄或者行动不便的人能安

全、省力地倒开水。他因此也获得了

“科创小诺奖”。

本报讯（通讯员 陈伟利）杭
州有个学校的一年级学生，9月份

竟然一整月没上“正课”，国庆长

假回来才开始上语文书上的“天、

地、人”。那么，他们一个月都在

干什么呢？他们都在“玩”中学！

这所学校叫杭州市钱塘实验

小学，是一所今年9月刚投入使用

的新学校，一年级共有9个班近

400名孩子。

开学第一周，学生们上午军

训，下午进行绘本阅读、游戏、绘

画。校长张锡忠说：“小学生也要

军训，培养孩子纪律意识、团队意

识。”第二周开始，课表上出现五花

八门的课。语文课，听教师讲《声

律启蒙》；数学课，玩七巧板；科学

课，教师给大家发种子种萝卜，去

教室外观察落叶，还去了中国低碳

科技馆。第三周，听教师讲《弟子

规》的故事，背《三字经》，唱《上学

歌》《问好歌》《课前歌》《上课

歌》……这一周，全校孩子去了孔

庙，行入泮礼。孩子穿上汉服正衣

冠、拜孔子、点朱砂、敬师长、行开笔

大礼、诵读《弟子规》。第四周，孩子

们在课外活动时间去了Do都城少

儿社会体验馆，还进行了汇报表演。

一个月来，学生们每天来学

校，书包里只带两样东西：水壶和

最喜欢的书。张锡忠说：“幼小衔

接的过渡期，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

不是接受更多的专业知识，而是让

他们认同和喜欢学校、教师、同

伴。军训、参观、做游戏是一个很

好的方式，让孩子以更好的状态进

入学习，更快地适应环境。当孩子

的情感得到发展的时候再去传授

学科知识，那就水到渠成了。”

退休教师
一次性交纳5万元党费

本报讯（通讯员 孙文明）在党的十九大召

开前夕，诸暨市枫桥镇初级中学退休教师骆东

华提取了积存的5万元现金汇寄中央组织部，以

表喜迎十九大的心情。

骆东华是一位具有50多年党龄、退休20

多年、现已80多岁高龄的老人。他说：“毛主

席领我们站起来，邓小平帮我们富起来，习总

书记带我们强起来，中国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

好日子。这笔党费本来想在我去世后交纳的，

当看到祖国走在伟大的复兴路上，一天天繁荣

富强起来，我觉得中国梦一定能实现。因此在

十九大前夕，提前上交，也算是为这次大会奉

献一份心意吧。”

学校微信公号推送
教师学习“习语”心得

本报讯（通讯员 潘培梁）近日，东阳市南

市街道南溪小学微信公众号上陆续推送了该校

教师“学‘习语’进行时，喜迎十九大”的文章。

为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

和重要内涵，该校面向教师开展“读‘习语’教育

思想，践行献礼十九大”为主题的学习教育活

动。教师的学习文章在该校微信公众号上每周

推出两到三期，他们的心得体会都是紧密结合

学校的发展实际，有感而发的。

公众号推送的文章内容分为两部分：第

一部分是《轻轻松松听“习语”》，自己录制“习

语”音频，后面附有“习语”原文。第二部分为

《认认真真谈体会》，是教师自己写的体会文

章。该公众号第一期推出的是校党支部书

记、校长杜黎明的心得体会《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李 斌

近日，一份清华大学附属

小学六（4）班“小学生遇见苏

轼”的作业，成为网络刷屏热

点，紧接着受到北京大学教授

痛批，然后是清华附小进行回

应……一场教育的方法论甚

至价值观的争论就此升级。

北大一教授认为，今年十

一长假共8天时间，该校六（4）

班 40 多位学生一共完成了

23 份研究报告。按说孩子和

家长都应该休息或外出游

玩。十一二岁的学生，是怎样

将25万字的诗词做到大数据

研究的呢？这么大的工作量，

真的可以由几名学生完成？

还是这是一个由教师主导，父

母执行的家庭作业？用研究

能力评估小学阶段的学生，对

不少学生的心灵健康也是弊

大于利。

清华附小的回应则是：一

群“牛娃”聚在一起，必然会有

比较高的学习起点。事实上，

类似“苏轼研究”的课题在清

华附小早已司空见惯，同时也

是学生长时间能力积累的结

果。关于报告是否由父母、教

师代笔这一问题，大家可能把

研究想得太难了。在小学课

程的统计里，已经有了研究方

法的学习。如果某些研究能

力孩子确实没有，当然也需要

家长和教师配合。只是，关于

苏轼的课题研究技术含量高

不高，学生们从中获得了多少

知识点，这些并不重要。真正

重要的是，学生们获得了“学

习不只可以这样，还可以另一

个样”的意识。

这场争论直到今天仍在

持续，大家都没有被对方说

服。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探讨

的是，为什么这样的争吵总是

不绝于耳？它折射了学校变

革中怎样的现状与困境？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

这样一个“价值观空前折叠的

时代”，人与人的沟通难度在

加大。这本来是社会更加包

容的特征，但同时也意味着，

在今天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怎

么做，都会有反对的声音。很

多事情的分歧都关乎价值观

与立场，所以沟通难度无比大。在我看来，一

个学校的领导者，如果你总是在意这些声音，

将一事无成；当然如果完全忽略这些声音，轻

则失去改进的部分动力，重则失去前行的平

衡与可能。

其次，在这样一个“社会剧烈分层”的时

代，“枪打出头鸟”成为人性的必然冲动。在

我们看来，无论学生还是家长，教师还是学

校，都是一个个具有非凡的学习、成长、发展

潜力的学习者，或者学习型组织，而他们的现

状，迄今仍然远远落后于自己可能抵达的高

度，需要的正是一场又一场调动潜力的冲刺，

而每一场冲刺，于自己而言都有不完美的设

计、流程、行动甚至结果，于外人而言简直就

是野蛮生长。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校长、

教师会安于现状乐于守成，因为这样的教育，

对学校对自己没有风险。

最后，我们要说，“宽容”理应是这个时代

最重要的关键词。宽容之下，才能还学校一

片自主、安宁的专业成长与改进空间，还孩子

们真正个性化与目标化、静待花开与主动培

育相平衡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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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仪式教育告别“走过场”

实话 实说.

这所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开学来整月都在“玩”中学

近日，温岭市教育局在该市三星小学举行
“戏曲进校园”启动仪式。三星、太平、横湖、方
城等小学的小演员们在现场奉献了精彩表演，
图为小演员们在表演越剧传统折子戏《梁祝·十
八相送》。 （本报通讯员 俞明德 摄）

为农村孩子打开科技之窗

德育课程

课改在行动课改在行动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长兴县第四小学举办了“珍惜粮食主题手抄报”展览，号召学生爱惜、节约
粮食。图为展览上，学生们用五谷杂粮拼成“珍惜粮食”字样。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爱惜粮食爱惜粮食 从我做起从我做起


